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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是这个地区风土人情、文学艺术、价值

观念的历史积淀，她是滋养一方人、激励一方发展的精神动力和

力量源泉。

"泾水清于长水清，小船一掉琅花轻。浮来石佛何人见，还

是生成是凿成? "屠旬，又名石泾，五千年历史人文的积淀使小

镇"处处是史话，遍地是古迹"。然而由于尚无镇志、史书系统

的记载，其悠久的历史、璀琛的文化就像珍珠一样散落在零碎的

记录与民间传说之中，其中有许多因年代久远而渐渐失去光泽甚

至难觅踪迹，不免让屠甸的后人扼腕叹息，倍感失落。所幸的

是，生于斯、 长于斯的沈金祥老先生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，历

时四载，查阅了无数的古籍、史料，求证了大量世代相传的民间

说法和流传典故，倾注全身心加以创作，终于著成《屠甸史话》

一书!从此，所有屠甸及关注屠甸的人只要凭借此书就可较系统

地了解屠甸厚重的历史，品味屠甸特有的水乡文化，对本镇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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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资料的保存极具价值。沈金祥老先生真可谓是屠甸历史文化的

"拾珠人" ! 

《屠甸史话》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，生动地还原了屠甸的历

史风貌，梳理了数千年来屠甸的发展变化，内容形散而神聚，语

言平实又闪烁文采。捧书在手，粗略翻阅就能欣闻屠甸的风雅古

韵，细细品读即可感受屠甸的人文璀琛，合卷深思作者不禁意流

露在字里行间的哲理性思辨，则会令人回味无穷!

屠甸文化是屠甸在历史变迁中不可磨灭的印记，而她的积淀

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和解读，她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上级领导的关

怀支持，离不开曾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工作的历届同仁，更离不开

创造了辉煌历史、必将继续创造奇迹的广大人民群众!

《屠甸史话》的出版是我们屠甸的幸事，必将激励我们更好

地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，为"特色名镇"建设添砖加瓦!

历豆 iJj、丰民 (屠甸镇党委书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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